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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根据教育部、卫生部关于职业教育文件精神编写，供护理、英语护理、卫生保健、社区医
学、助产、检验、药学、康复、口腔工艺、影像技术、中医、中西医结合等专业使用。
全书内容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环境与健康，包括人和环境、自然环境与健康、社会环境与健康；第二部分为健康测量、
疾病发生要素与预防原则；第三部分为卫生统计和流行病学调查；第四部分为公共卫生和卫生监督，
由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劳动卫生、学校卫生和公共卫生法规、卫生监督组成；第五部分为疾病防制
，涉及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糖尿病、传染病、地方病、医源性疾病、性传播疾病防制和新增加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制的内容。
实践性教学共有实习指导16项，附录为8张附表。
《面向21世纪全国卫生职业教育系列教材：预防医学》语言生动，版式新颖，非常适合卫生职业院校
教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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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图的绘制  实习3 平均数与标准差的计算  实习4 常用相对数指标的计算  实习5 假设检验  实习6 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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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13 疫源地终末消毒及效果检查  实习14 制订心脑血管疾病综合防制方案  实习15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
制案例讨论  附录  附表1 随机数字表  附表2 t界值表  附表3 x2界值表  附表4 F界值表(方差分析用)  附表5
q界值表(Newman—Keuls检验用)  附表6 T界值表(配对比较的符号秩和检验用)  附表7 T界值表(两样本
比较秩和检验用)  附表8 r界值表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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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人和环境　　人类在漫长和曲折的进化发展过程中依赖于环境，同时又不断地适应环境、
改造环境，与环境保持着一种密不可分的、协调的动态平衡关系。
人类和一切生物所接触到的空气、水、阳光、土壤和岩石，为其生命活动提供了一切必要条件。
同时，生物的活动，特别是人类的生活活动、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也影响环境，造成环境污染，使
环境质量下降，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
现代流行病学研究表明，人类的健康和疾病除与遗传因素有关外，70％-90％与环境有关。
　　人类的目标不只是生存，而更多的倾向于健康、安全、舒适与和谐发展，这就使人类与健康之间
形成了比其他生物更加复杂的关系。
因此，人类健康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物学问题，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生态、资源、人口等社会
、经济和政治因素。
人类不可能离开环境而生存，也不可能离开环境而发展。
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是人类维护自身生存、健康和发展的前提。
随着威胁地球上一切生命的破坏活动的加速，使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生态与平衡的重要性。
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对环境问题表示极大的关注与忧虑，正采取积极措施，协调合作，防止环境污染
和生态恶化，为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做出努力。
　　第1节　人类的环境　　一、环境的概念　　环境是人类和生物赖以生存的空间及外部条件。
它为人类提供空气、食物、水，还提供人类在智力、道德、社会和精神方面获得发展的基础和机会。
WH0公共卫生专家委员会认为：环境是“在特定时刻由物理、化学、生物及社会的各种因素构成的整
体状态，这些因素可能对生命机体或人类活动直接地或间接地产生现实的或远期的作用”。
从这一定义中可以看出，环境是一个很大的范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人类生存的环境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部分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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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预防医学》语言生动，版式新颖，非常适合卫生职业院校教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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